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 一个中国孩子
的呼声教学设计(汇总14篇)

初二教案的设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促
进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这些一年级教案范文还包括
了不同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有助于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一

思想品德要求：通过阅读课文，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
灾难，要坚决反对各种战争;体会孩子呼吁和平、渴望世界和
平的真挚感情。

学习生字、新词;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信中都写了哪些内容;
积累印象深刻的词句。

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能举出例子说明“世界并
不太平”;展开想像，体会中国孩子和平的`真挚感情;有感情
的朗读课文。

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意思;展开想像，体会中国孩子和平的
真挚感情。

1、中国孩子雷利为什么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写信?

2、信中主要写了什么事?

1、读准字音

2、记清字形

3、理解词义



1、学习信的第一自然段，讨论：这段中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2、读读这一段

继续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找出信中哪些内容是作者回忆的?从他的回忆
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2、小组讨论，全班讨论

3、点拨：爸爸的嘴张着，孩子想到了什么?

4、读最后一个部分课文

a、五十一年前和五十一年后各指哪一年?

b、五十一年后是什么情况?读读课文

c、举例说说你对这段的理解

d、老师用现在发生身边的事实说明“世界并不太平”

5、讨论对作者呼吁的理解

6、带感情读课文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二

1.认识7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

2.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和课堂中品析重点词句，理解信的主要
内容，体会作者所表达的真挚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联系实际谈自己学习课文的感受，从小放眼世界，关注国
际形势，树立热爱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念。

理解信中“我”的呼吁，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对
世界和平的无比渴望。

认识“世界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
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树立维护世界和平
的观念。

一、自主学习，孕育感情

1.播放课件，情境导入。

课件出示：

（1）配有轻松愉快音乐的一组画面，反映我国人民在和平、
安宁的环境里幸福地生活着；

（2）一群儿童在轰炸声中显露惶恐和绝望神态的画面。

2.自学课文，与文本对话。

（1）把课文读通、读顺。生字词多读几遍，并把它们画出来，
再通过联系上下文或查字词典理解词义。

（2）小组同学间相互说说，雷利发出了什么呼声？为什么要
发出这样的呼声？

（3）再读课文，画出自己不懂的词句，并请教同组同学。

（4）找出自己喜欢的句段，在深入体会作者情感的基础上朗
读课文。



二、探究“呼声”，彰显亲情

1.再现幸福生活场景。

（2）飞机已经在机场上空盘旋，近了，更近了……雷利此时
在想些什么？

2.感悟父亲的形象。画出课文描写爸爸的语句，想想爸爸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引导学生明白：

（1）从“爸爸临上飞机前对我和妈妈那深情的目光”中，可
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好的父亲和丈夫。

（2）从联合国秘书长赞扬爸爸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卓
越的人。

（3）从爸爸临上飞机时对“我”说的话中，看出爸爸对维和
行动充满信心。

（4）从“染红了”、“浸满了”可以看出爸爸是一个勇敢的、
尽职尽责的人。

（5）从“精通四国语言”，可以看出爸爸是一个非常能干的。

（6）从“仿佛呼唤着什么”，可以看出爸爸是一个用生命捍
卫世界和平的人。

三、感悟“呼声”，体味悲情

1.多媒体播放哀乐，学生静听教师范读正文第4自然段，在脑
海中再现灵柩归来的情景。

2.此时此刻，假如你是雷利，面对爸爸的遗体，你的心情如
何，你会说些什么？



3.有感情地朗读正文第3自然段，画出最能打动你的句子，说
说你的感受。

4.感情朗读指导：如，读“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
表浸满了凝固的鲜血”一句，应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表
达“我”对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爸爸临上飞机前对“我”
说：“我一定送你一顶‘蓝盔’。”这一句应用坚定的语气
读，表达爸爸的坚强信念；“我仿佛听见爸爸的‘呼
唤’……”是一个长句，层层递进，朗读时音调要提高，特
别是连用的三个“和平”更要重读，以表达强烈的感情，读
出小作者对失去父亲的.悲愤，读出大家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四、直面“呼声”，呼唤真情

2.雷利的呼声，这只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吗？

3.作为小学生，为了制止战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4.有感情地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升华学生的情感。

5.小练笔，道心声：给那些深受战争苦难的外国小朋友写封
信，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和对战争的谴责。

6.播放“让世界充满爱”歌曲结束教学。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三

1、理解“蓝盔、军事观察员、联合国、卓越、罪恶、呼吁”
等词的意思。

2、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真挚情感，树立热爱
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3、通过查找资料，理解“但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这句



话的意思。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以情促读，以情促悟。以孩子的呼声这一段作为教学的切入
点，先是以孩子发出了什么呼声，再通过回忆父亲感受失父
之痛促使学生理解孩子的呼声，最后通过查找资料了解当今
世界还不太平再次促使学生深切感受孩子发出的呼声。三次
出示的孩子呼声体现了层次，使学生在情感体验中积累语言，
培养语感。

师：同学们，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但是，并不是每一
个孩子都拥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地区还弥
漫着战争的硝烟。

课件出示

师：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有多少人伤痕累累，有多少人
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齐读课题）。

质疑：读了课题，有什么想知道的？（为什么发出呼声？发
出什么呼声？）

1、自读课文、出示“联合国、蓝盔、军事观察员”相关资料。

2、解决质疑的问题。师：是不是知道这些就可以了？今天我
们还要透过语言文字用心来感受作者的呼声。

（一）、出示孩子呼声这一段。指名读。

（二）、感受“失父之痛”。

1、自读课文，用记号划出描写父亲的相关句子，然后读一读，
说说你从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怎样的父亲。



2、反馈。

句1：两年以前，我亲爱的爸爸……

从这句话中，你知道了什么？理解“卓越”。

句2：两年多来，我们全家……

从这句话中你感受到了什么？这一去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指名读爸爸的话。（深情）

句3：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

师读这一段，同学们闭上眼睛，你好象看到了什么，听到了
什么？

指名说。

出示填空，填一填，看看这些词填与不填有什么不同？

（师随机点拨）

指导朗读。

句4：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

（三）、再读孩子呼声

师：同学们，一个军事观察员，一个爱妻爱子的爸爸、一个
出色的经济学硕士，就这样被战争夺去了生命，这是多么令
人心痛，而对于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更让他懂得了战
争的残酷，和平的意义，让我们一起和雷利呼吁。朗读。

（四）、感受世界的不和平。



学生交流资料谈感受。

师出示有关图片。

看了这些资料，你有什么想说的？

读“但是世界并不太平……”

（五）、再读孩子呼声。

师：同学们，这一组组照片、数字刺激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视
线，更刺激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呼吁。齐读。

四、升华情感，呼吁和平。

师：同学们，相信大家的呼声一定能感动罪恶的子弹，“和
平之花”将永远灿烂，看，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美丽的。看图。

和平鸽已经展翅飞翔，让我们拿起笔，也来写上几句和平的
话。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四

1、认识卓、盔等7个生字，会写牺牲等14个生字；能正确读
写执行、维护、给予等词语。

2、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真挚情感，树立热爱
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3、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的含义。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两课时



同学们，我们都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着。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安定的生活并不属于每一个孩子，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地
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

2、多媒体配乐播放战争场面及战争中人们的悲痛与无奈。

3、看到这些情况你们想说些什么呢？

过渡：是呀！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他们无时无刻地在祈盼
和平的降临，因为生平意味着生的希望，意味着能心情享受
阳光。同学们，今天教师想带大家一起走近一位中国孩子，
一位曾经被战争夺去父亲的生命、饱尝推动亲人痛苦的孩子，
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孩子内心的呼声吧。（出示课题）

1、请同学们快速朗读课文，读完后想想：信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它着重写了什么？

2、检查生字，掌握情况。

3、请同学们重点朗读课文二、三、四自然段，想一想：这几
段话中哪些地方给你的印象最深刻，请找出来，再谈谈自己
的体会。

4、集体交流：哪些地方让自己的印象最深刻？交流时，要特
别关注下列语段，并按语段后的教学步骤，指导学生体会。

（语段：两年多来，我们全家沉浸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中，
我至今都忘不了，爸爸临上飞机前对我和妈妈那深情的目光。
他说：孩子，等爸爸回来，我一定送你一顶蓝盔。我们与爸
爸相约，等爸爸凯旋的那一天，我们要带着最美的鲜花迎接
他。）

1）爸爸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



2）雷利写信时想起爸爸那觉悟的目光和坚定的话语，他的心
情会是怎样的？应怎样把这种心情读出来。

3）指导朗读

（语段：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但它是钉在爸爸的灵柩上回
来的。我们如约捧着鲜花，接到的却是爸爸那覆盖着国旗的
遗体。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表浸满了凝固的血。
爸爸的嘴张着，仿佛在呼唤着什么。啊！我听见了，妈妈听
见了，在场的叔叔阿姨听见，全世界都听见，他呼唤的是：
和平！和平！和平！）

1）朗读这段话，一边计一边想：读着这段话，你仿佛看到了
什么？

2）如果当时你面对些情景，会有怎样感受？

3）指导朗读。

（语段：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硕士，
本来他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却被战争夺去了宝贵的
生命。他的死是光荣的，他是为和平而倒下的，他倒在了维
护世界和平的圣坛上。今天，我要向爸爸献上一束最美的鲜
花，因为他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战士。）

1）哪些同学对这段话的印象最深刻，谈谈自己的感受。

2）本来。。。。却被，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5、对于在维和行动中壮烈牺牲的父亲，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
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学生齐读一名卓越的观察员，在执行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体现了人道与公正的素质。

6、怎样理解卓越人道与公正的素质？



7、伴随着音乐，让我们和雷利一起再次缅怀用生命保卫世界
和平的爸爸，齐读课文二、三、四自然段。

听写本课新词。同桌互相检查。

2、默读课文五、六、七自然段，边读边想：这几段话中哪些
句子让你学得最难理解，请画出来。

3、着重理解下列句子：

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世界并不
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
娇嫩的和平之花。

a你从这句话中能体会到什么？

b结合课前你们收集的资料，举出具体事例，请你在四人小组
内说一说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c过渡：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更是无情的。只要有罪恶的子弹
存在，和平之花就容易被摧残。难怪作者会说---今天，我们
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世界并不太平，不少
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不威胁着娇嫩的和平
之花。

4、战争给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灾难，，那些深爱战争
苦难的孩子，他们过着怎能样的生活呢？我这儿有一份资料，
大家可以小声地读一读。

（出示数据资料：

在过去10年里，200多万儿童在战争中被杀死，另有600万儿
童受伤，100万儿童成为孤儿。



87个国家的儿童生活在6000万枚地雷的阴影中。每年陆续有1
万名儿童成为地雷的受害者。

目前世界各国约有30万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军队中当儿童兵，
许多人还不到11岁。）

5、读了这份资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7、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战争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
了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和欢乐。正因为这样，作者在文章最
后发出强烈的呼吁。鼓励学生反复朗读最后一段，边读国体
会作者的情感，边读边表达自己的感受。

2、从大家的发言中，我能感受到你们以地和平的期盼。让我
们再来读一读课文最后的这段话，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更深的
感受。

3、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最后一段。

短暂的40分钟的课堂让我们无法停止对和平的呼唤。和平、
和平、和平的心声永不停息。同学们行动起来吧！我们可以
利用课余时间给那些深受战争苦难的外国小朋友写封信，也
可以召开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主题班会。因为，让和平永
驻人间不仅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
人们的共同心愿！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五

思想品德要求：

通过阅读课文，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要坚决反
对各种战争；体会孩子呼吁和平、渴望世界和平的真挚感情。

知识要求：



学习生字、新词；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信中都写了哪些内容；
积累印象深刻的词句。

能力要求：

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能举出例子说明“世界
并不太平”；展开想像，体会中国孩子和平的真挚感情；有
感情的朗读课文。

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意思；展开想像，体会中国孩子和平
的真挚感情。

常规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联合国简介

三、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中国孩子雷利为什么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写信？

2、信中主要写了什么事？

四、自学生字词

1、读准字音

2、记清字形

3、理解词义



五、学习课文

1、学习信的第一自然段，讨论：这段中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2、读读这一段

六、课堂作业

第二课时

继续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找出信中哪些内容是作者回忆的？从他的回忆
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2、小组讨论，全班讨论

3、点拨：爸爸的嘴张着，孩子想到了什么？

4、读最后一个部分课文

a、五十一年前和五十一年后各指哪一年？

b、五十一年后是什么情况？读读课文

c、举例说说你对这段的理解

d、老师用现在发生身边的事实说明“世界并不太平”

5、讨论对作者呼吁的理解

6、带感情读课文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六

1、会认7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挚情感。

4、通过学习课文，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理解信中“我”的呼吁，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
和平的无比渴望。

多媒体课件

师：同学们，当你在和平环境中享受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时，
你可曾想到还有许多人因为战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去倾听一个中国孩子面对战争所发出的呼声吧！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师：看到这个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生：这个中国孩子是谁？

生：他发出怎样的呼声？

生：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呼声？

1、同学们都是善于提问的孩子，接下来，请大家快速、自由
朗读课文；去文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课文读完了能回答刚才问题吗？

〈1〉这个中国孩子是谁？你是从哪儿知道的？（雷利，课文



的注释）这篇课文其实是当时北京二中学生雷利写的一封信，
那收信人是谁呢？（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联合国秘书长
是联合国组织的最高行政长官，联合国最主要的宗旨就是维
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有人知道现任联合
国孔径书长是谁吗？（现任秘书长是韩国的潘基文，20xx年1
月1日上任）

〈2〉他发出了怎样的呼声？（他呼什么？）

板书：“救救孩子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3〉他为什么发出这一呼声？

（因为他的爸爸作为联合国的一名军事观察员，在执行维护
和平行动中壮烈牺牲了）

所以作者发展出这样的呼声——（指引板书：“救救孩子们，
要和平不要战争！”）

（学生述说快乐）

听了同学们刚才的述说，老师感觉你们真幸福。我这呢，也
有几幸福的画面。我们一起瞧瞧。出示课件：（快乐时光：
爸爸多爱儿子呀，一家人放着汽球多幸福呀；一手拉着妈妈，
一手拉着爸爸，漫步在沙滩，幸福吧！爸爸还教女儿踢足球
呢；要出门了，爸爸背背。）这一幕幕多幸福呀！可这一切
对于雷利来说，却永远失去了。他再也不能拉着爸爸漫步沙
滩，再也不能让爸爸教自己踢足球了。

1、再也不能，再也不能此时的雷利，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伤心、悲痛、因为——）（板书：“痛——丧父”）

2、雷利带着悲痛写下的信，哪些地方让你感受最深呢？



（1）课件出示；

“两年多来，我们全家沉浸在失去亲人伯巨大悲痛中，我至
今都忘不了，爸爸临上机前对我和妈妈那深情的目光”

为什么这句话中让你感到悲痛？（从这句话中你感受到了什
么？）能说一说吗？

两年、巨大、至今都忘不了，（时间长、程度深、难忘—）
（说后读）

师：是啊，两年多来，700多个日夜夜呀，可失去父亲的巨大
悲痛雷利至今都忘不了，他忘不了什么？（他忘水了爸爸那
深情的目光，忘不了曾经与爸爸的约定）他们约定了什么？
（课件介绍蓝盔及维呼部队）

小结：多么美好的约定啊！可我们等来的失去父亲的噩耗，
这是怎样的悲痛啊！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悲痛读一读课文的
这话（全班齐读）

还有哪些语句让你感受深刻？

（2）课件出示：

“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但它是钉在爸爸的灵柩上回来的。
我们如约捧着鲜花，接到的却是爸爸那覆盖着国旗的贵体。
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表浸满了凝固的血。

a.为什么从这句话中你感受到（看到灵柩，看到遗体，知道
爸爸死了，怎能不痛？看到爸爸牺牲时，流了那么多血，又
怎能不痛？）

师：本来我们如约捧着鲜花去接爸爸，心里会想些什么？
（哇，爸爸就要回来了，他肯定给我带蓝盔了吧，很高兴。）



可是他如约归来了吗？（请看大屏幕。课件出示灵柩回国，
配低回的哀乐）

引读：我们接到的是——“爸爸那覆盖着国旗的遗体。”

我们看到的是——“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表浸满
了凝固的血。”

这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令人肚肠寸断呀！让我们拿起书，带
着这份痛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全班齐读）

（3）爸爸没有如约归来，可是爸爸真的失约了吗？（没有，
他给儿子带回了一顶蓝盔）

爸爸带回来的仅仅是一顶蓝盔吗？（不，还有对和平的渴望）

师：是啊，我们读懂了爸爸未了的心愿，雷利也听见了爸爸
深情的嘱托，所以他告诉加利先生。9引读；啊！我听见了，
妈妈听见了，在场的叔叔阿姨听见了，全世界都听见，他呼
唤的是和平！和平！和平！)同学们读得不错，愿意再读一遍
给我听吗（愿意读的读）

老师听到三个“和平”读得一个比一个大声，你们为什么要
这样读呢？（因为人们非常渴望和平，表达了人们非常渴望
和平的强烈情感。）

谁愿意带着我们的体会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女生读）

还有让你感受触很深的句子吗？（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4）课件出示：

“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硕士，本来
他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却被战争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



从这段话中你知道了什么？（爸爸十分优秀，感到心痛、可
惜）你能读出这份心痛，这份可惜吗？（比赛读）

我们为雷利心痛，因为他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我们
更为国家惋惜，因为爸爸的牺牲让国家痛失英才！

（二)是谁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是战争！），是谁带给雷利这
重重的悲痛？（是战争！）是谁？（是战争！）

请看大屏幕，（课件出示）：

“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世界并
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
着娇嫩的”‘和平之花’。”（小组读）

1、哪一个词让你感受到雷利特别恨战争？（罪恶，子弹上往
往带着血腥味。）

2、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不顾这不安宁的世界，你
能说出哪些地方还在发生战争吗？（伊拉克，阿富汗）

3、看到“战争”二字你仿佛看到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
了硝烟弥漫，听到了炮声隆隆）

你们真会读书，能从简单的文字里读出动人心魄的画面。

老师也收集了许多工作令人揪心的画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娇
嫩的和平之花受到怎样的威胁（播放课件：随着一声巨响，
楼塌了，多少个生命在瞬间消散，人类的文明就这样被自己
摧残，战争真给人们带来了穷的灾难，无辜的人们因为战争
变成了如此的模样，可怜的孩子，一声声呼唤，妈妈你在哪
呀，难道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吗？战争毁灭了多少家园，
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以前的学校变成了一片废墟，孤独的
老人苦苦哀求，求求你们了，别再打仗了。）



5、看了刚才那一幕幕揪心的画面，你们想说些什么？为了维
护和平，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三)我们读懂了雷利心中对战争年代的仇恨，那你体会到他
心吕有怎样的渴望呢？(他渴望和平，他热爱和平，对，他爱
和平。板书：爱——和平）

所以他在文中写到：（引读：敬爱的加利先生，在此，我代
表我的家庭，代表所有的中国孩子，通过您向整个国际社会
呼吁：“救救孩子们，要和平不要父亲！为了母亲不再失去
儿子，为了妻子不再推动丈夫，为了孩子不再失去父亲，全
世界应该一致行动起来，维护和平，制止战争！让那已经能
够听到脚步声的21世纪，为战争敲响丧钟，让明天的世界真
正成为阳光、鲜花和爱的人类家园！）这段话说得多好啊，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读出对和平的热爱与渴望。我相信，
整个国际社会一定会听到雷利的呼吁（指读板书：“救救孩
子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师：这仅仅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吗？

生：不，这是所有中国的孩子的呼声！

师：这仅仅是中国孩子的呼声吗？

生：不，这是全世界孩子的呼声！

师：这仅仅是孩子们的呼声吗？

生：不，这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呼声！

师：让我们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呼声！

让我们代表全世界爱好和科的人们再一次高声呼吁——（指
读板书：“救救孩子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师：老师听到了对战争年代的谴责，对和平的呼唤，这是所
有中国孩子的呼声，这是全世界和平之花的呼声。来，让我
们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为和平虔诚的祈祷吧！

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心中的期盼，我们无法阻止战争，但是
我们能不断壮大帮平的力量，让我们全体起立，将心中的渴
望化作我们共同研究的声音：维护和平，制止战争年代，让
世界充满爱！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救救孩子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七

一、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阅读课文，感悟雷利与爸爸诀别时的悲痛心情和制止
战争的决心。体会他从心底里迸发出的让世界真正成为充满
阳光、鲜花与爱的美好情感。

3、结合课文内容激发孩子们热爱和平的情感。

二、教学准备：收集有关战争的图片、资料，对战争的残酷
性有所了解，扩大学习本课的知识背景，更好地体会作者的
思想感情。

三、重点难点：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意思；展开想像，体
会中国孩子热爱和平、渴望和平的真挚感情。

四、教学过程：



一、初读：启疑导入，感知全文

二、细读：深入探究，感悟形象

雷利的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再来自由地读读这
篇文章，把描写雷利爸爸的句子勾画下来，读一读，可以自
己在旁边写一写体会，哪怕是只字片言也可以，写完后可以
同桌、小组间交流感受。

（生自读交流）

师：谁来说说雷利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交流重点句子）

生：他是一个维护和平的人。

师：你从哪儿知道的？

两年以前，我亲爱的爸爸作为联合国的一名军事观察员，在
执行维护和平行动中壮烈牺牲

师：还有谁有不同的体会？

生：我觉得爸爸是一个爱自己的妻子，也爱自己孩子的人。

师：哦！你是这样认为的，那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生：（读文中句子）我至今都忘不了，爸爸临上飞机前对我
和妈妈那深情的目光。

师：还有谁和他有相同的体会，也可以来读读这段。

生：我觉得爸爸还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师：说说你的感受吧！



生：我是从“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看出来的。

师：好，他读了，谁来评评他读得怎么样？（自读、评价读）

生：他读出依依不舍的味道。（生读、评价读、齐读）

生：我觉得爸爸临行前说的话要读得肯定些。

师：肯定些，也就是坚定的语气。你很会体会，你能不能读
一读？

（生读爸爸的话）

三、品读领悟：入情入境，潜心会文

师：爸爸对这次出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有这样一位好爸爸
怎能不让雷利感到自豪和骄傲？他是多么热切地盼望着爸爸
凯旋回来，把那顶蓝盔亲手戴在自己头上啊！

（出示课件，师配乐读“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

师：此时此刻，如果你是雷利，面对爸爸的遗体，你会想些
什么？说些什么呢？

生（吞吐）：我觉得……我想，我是雷利……

师：我知道你很激动，是的，你是雷利，你怎样想？

师：同学们，带着这种又悲、又痛、又恨的感情，自由地读
一读，体会体会，在这一段里面，哪些句子最能打动你，说
说你的感受。

（生自由读）

生：我觉得“鲜血染红了……”这句话让我感动。



师：说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地方让你最感动？

生：我觉得爸爸牺牲了，但他的心还在呼唤和平。

师：还有谁有不同的感受？

生：我觉得这几句最让我感动，“我们如约捧着鲜花……”
本来我们是高高兴兴地去接爸爸，可是我们却接到了爸爸的
遗体。

师：是啊！我们日也盼，夜也盼，高高兴兴地捧着鲜花去迎
接爸爸，没想到接到的却是爸爸那冰冷的遗体。

生：这句话最让我感动：“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说
明爸爸临死前都不忘和儿子的约定。

师：爸爸和雷利有个约定，虽然他牺牲了，还是不忘把那顶
蓝盔带回来。

师：还有让你感动的句子吗？

生：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
爸爸流了那么多血，他还是想家。

师：流了那么多血，说明什么？

生：说明爸爸死得很惨烈。

师：同学们，带着这些感觉，老师和你们一起来读读这段，
好吗？

（配乐，师领读第一句，生跟读）

师：爸爸就这样牺牲了，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生：他还有个心愿，就是思念家人，希望世界永远和平！

师：是的，爸爸还有未了的心愿，因为现在世界并不太平。
自由地读读这段话，你怎样理解世界并不太平？可以结合我
们收集的资料谈。

四、诵读：点题明理，拓展升华

师：下面，就让我们来亲身感受一下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吧！

（课件显示战争场面，师解说）

师：看到这儿，你们的心里怎样想？

是的，是可恶的战争，残酷的战争，无情的战争，夺去了雷
利爸爸的生命。此时此刻，我们禁不住要和雷利一同呼
吁——（生齐：要和平，不要战争！）

师：这是谁的呼声？

生：雷利。

师：仅仅是雷利的呼声吗？

生：是全世界的呼声。

师：是的，这不仅仅是中国孩子的呼声，还是全世界人民的
呼声啊！

师：雷利的呼声也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呼声，让我们到课文
当中找到雷利的呼声，自由地读一读，体会一下吧！

（生自由读、指生读）



师：你的呼声真正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呼声，我们在场的老
师都被你感动了。这是小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声，这是浸满泪
水的呐喊！让我们一同来呼吁吧！

（全班齐读）

（课件显示和平鸽、世界人民祈盼和平的画面）

师：让我们一起呼吁——

（课件显示：让明天的世界真正成为充满阳光、鲜花和爱的
人类家园！）

课后延伸：

五、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写给处在战争中的孩子

写给远在云南的希望小学的同学

写给自己的一位亲人

写给凯旋归来的航天英雄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八

这篇课文是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信中
饱含着一个孩子渴望世界和平的真挚情感。现在的孩子在和
平的环境中长大，较难体会这种情感。因此教学时要注意联
系生活的实际，联系当前世界的局势，通过录象画面让学生
亲身感受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引导学生体会理解，
并在充分的感情朗读的基础上，体会、感悟书中的这种情感，
感受和平的可贵，通过多种形式的语文实践来表达自己爱好



和平的美好的愿望。

课前放录像(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创设情境。

课上导入：课前大家注意到电视中的节目了吗?你看到了什
么?

通过伊拉克战事情况的介绍，联想9年前，引发学生去聆听一
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板书课题：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1、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来读，体会文中的情感和内容。

(1)失父之痛的感悟

a 读有关的.句子，通过读、评议读的情况，体会情感。

b 比赛读，激发学生对内容的深刻的感悟、理解

c 引读，激起全体学生与小作者达到心灵的共鸣。

(2)世界并不太平。

抓住重点词句的感悟。

“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但是世界
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
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

a引导学生通过读来体会重点句的意思

b引导学生举出具体事例，让学生具体感受“世界并不太平”。



“具体事例”可以是图片的展示、文字的说明等。

c小结，和平需要全世界人们去维护。

(3)渴望和平。

体会读。学生在读的时候，通过对朗读的情况的评议，尤其
是读的语气。从而让学生更好的体会文中的内容，掌握朗读
的感情基调，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板书：要和平不要战争

比赛读，深入体会情感。达到与小作者的又一次共鸣。

2、阅读小结，激发情感：

这篇文章，小雷利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们倾诉了一个孩子失
去父亲的悲愤，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对和平的无
比渴望的强烈呼声。情感真挚、催人泪下。

(放录象，通过战争环境下人们的痛苦画面，激发学生的情感，
最后定格在“和平的烛光闪动”)

此时此刻，大家一定都想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让我们用
自己喜欢的不同形式来表达我们爱好和平的心声。

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也可以几个人合作。

1、指名展示。

2、师生点评

世界需要和平。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呼声，这是全世界人民
的呼唤。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对父亲的真挚情
感。

3、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教学重点：

1、理解“我”为什么发出呼吁。

2、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和平的无比渴望。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师走到学生身边小声地问）你爱你的父亲吗？为什么？

父亲就像是一艘小船，载着我们的梦幻，到达人生的每一站；

父亲还像是一棵参天的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

父亲更像是一盏路灯，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为我们指明方
向；

父亲所给予我们的是一颗心，穷尽一生的爱。

雷利的父亲原本是一个精通四国语言，出色的经济学硕士，
还是一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可是一场战争无情地夺走了这
位了不起的父亲。小雷利在悲痛之极，带着对父亲深深的思



念和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之情，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写了
一封信。今天就让我们来读这封信，近距离地去聆听这个孩
子此刻的内心。

二、深入感悟、有感情地朗读

（一）学习第3自然段，体会失父之痛

1、学生自读（教师巡视：边读边可以做些批注。）

2、集体交流。

（1）说说哪一段的内容让你最感动？（指名找）

（2）你为什么感动？谁还想把自己的感动说出来？（交流感
动的地方）

（3）指导朗读：一位捍卫和平的勇士，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才，
一位可亲可敬的父亲，就这样被战争无情地夺去了宝贵的生
命。作为他最亲的人――儿子，雷利，面对这一切，心情哪
能平静呢！

我们怎样把作者真实的感受读出来呢？自己先练练这一段吧！

（自读、指名读、齐读）

（4）想象说话练习：

请把你此刻想说的话写下来。

1.学生写，教师随机指导。

（1、爸爸，虽然你牺牲了，可你是为了世界的和平牺牲的，
你牺牲得值得，我为你自豪。



3、爸爸，罪恶的战争，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看着
你满身的鲜血，我憎恨战争，我要向所有的人大声喊：要和
平，不要战争！

4、爸爸，你看见了吗？我和妈妈捧着你最喜欢的百合花来接
你了。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啊！我以前常惹你生气，以后我
再也不了。我只要你醒过来，我要你陪我放风筝，像别人的
爸爸那样，放学接我回家。

5、爸爸，你走了，走得这样匆忙，来不及擦一下手表的血迹，
来不及看一眼我们如约捧来的鲜花，来不及再和我们说一句
话。看着你国旗下的遗体，我们的心都碎了，爸爸，你知道
吗？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b、学生基本写完时，教师：写完的同学，请你们深情地把它
朗读出来。

c、交流。师：谁能深情地来读读你想说的话？

（二）痛恨战争、渴望和平

师：同学们，可这所有的一切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1、指名说：战争

3、点击课件，出示图片

（1）学生接说点击课件：要和平不要战争

（2）朗读指导：这是小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声，这是浸满泪水
的呼喊，一起再来喊喊。

5、写话练习。



师：同学们，此时，你恨战争吗？你向往和平吗？把你对战
争的恨和对和平的渴望写几句话。

（1）自由写

（2）交流

三、课堂总结

是的，战争是残酷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痛恨战争，向往
和平。同学们，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就让
我们珍惜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吧！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十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对父亲的真挚
情感。

3、 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1、 理解“我”为什么发出呼吁。

2、 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和平的无比渴望。

一、揭示课题：

1、（师走到学生身边小声地问） 你爱你的父亲吗？为什么？

父亲就像是一艘小船，载着我们的梦幻，到达人生的每一站；

父亲还像是一棵参天的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

父亲更像是一盏路灯，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为我们指明方



向；

父亲所给予我们的是一颗心，穷尽一生的爱。

雷利的父亲原本是一个精通四国语言，出色的经济学硕士，
还是一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可是一场战争无情地夺走了这
位了不起的父亲。小雷利在悲痛之极，带着对父亲深深的思
念和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之情，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写了
一封信。今天就让我们来读这封信，近距离地去聆听这个孩
子此刻的内心。

二、深入感悟、有感情地朗读

（一）学习第3自然段，体会失父之痛

1、学生自读（教师巡视：边读边可以做些批注。）

2、集体交流。

（1）说说哪一段的内容让你最感动？（指名找）

（2）你为什么感动？谁还想把自己的感动说出来？（交流感
动的地方）

（3）指导朗读：一位捍卫和平的勇士，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才，
一位可亲可敬的父亲，就这样被战争无情地夺去了宝贵的生
命。作为他最亲的人——儿子，雷利，面对这一切，心情哪
能平静呢！

我们怎样把作者真实的感受读出来呢？自己先练练这一段吧！

（自读、指名读、齐读）

（4）想象说话练习：



请把你此刻想说的话写下来。

1. 学生写，教师随机指导。

（1、爸爸，虽然你牺牲了，可你是为了世界的和平牺牲的，
你牺牲得值得，我为你自豪。

3、爸爸，罪恶的战争，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看着
你满身的鲜血，我憎恨战争，我要向所有的人大声喊：要和
平，不要战争！

4、爸爸，你看见了吗？我和妈妈捧着你最喜欢的百合花来接
你了。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啊！我 以前常惹你生气，以后我
再也不了。我只要你醒过来，我要你陪我放风筝，像别人的
爸爸那样，放学接我回家。

5、爸爸，你走了，走得这样匆忙，来不及擦一下手表的血迹，
来不及看一眼我们如约捧来的鲜花，来不及再和我们说一句
话。看着你国旗下的遗体，我们的心都碎了，爸爸，你知道
吗？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b、学生基本写完时，教师：写完的同学，请你们深情地把它
朗读出来。

c、交流。师：谁能深情地来读读你想说的话？

（二）痛恨战争、渴望和平

师：同学们，可这所有的一切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1、 指名说：战争

3、 点击课件，出示图片



（1）学生接说 点击课件：要和平不要战争

（2）朗读指导：这是小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声，这是浸满泪水
的呼喊，一起再来喊喊。

5、 写话练习。

师：同学们，此时，你恨战争吗？你向往和平吗？把你对战
争的恨和对和平的渴望写几句话。

（1）自由写

（2）交流

三、课堂总结

是的，战争是残酷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痛恨战争，向往
和平。同学们，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就让
我们珍惜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吧！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十一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学设计

设计理念

这篇课文是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信中饱含
着一个孩子渴望世界和平的真挚情感。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
中的孩子，较难体会渴望和平的情感。因此，教学时，为了
让学生体会这种情感，，一是要多读，在反复的有感情的朗
读中体会情感；二是多揣摩，从作者的失父之痛中体会和平
之可贵；三是适当补充事实，让学生更具体地感受“世界并
不太平”，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

教学流程



一、由题质疑，激发兴趣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从课题的提
示中，你想知道什么？

（估计学生想知道的有：“一个中国孩子”是谁？他发出什
么呼声？表达什么愿望？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一呼声？）

（第一遍读，要读准字音；第二遍读，要想一想课文主要写
什么；第三遍读找一找问题的答案，特别是要抓住重点语句
找答案。）

二、指导读书，深入感悟

1、正确、流利地朗读

在学生初读课文后，教师指名朗读，在朗读的检查中结合正
音的指导。要读准“卓越、沉浸、蓝盔、腕上、圣坛、呼吁、
充满”等词语的读音。

2、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在学生第二遍读的基础上，通过交流让学生掌握课文的主要
内容。要让学生了解到，课文先写问候和表示真诚的谢意，
再写对在维和行动中牺牲的父亲的回忆和怀念，最后是对世
界和平的呼吁。学生对课文的感受，在交流时不要强求语句
的一致，要鼓励个性化的表达。

3、抓住重点语句感悟

(1)对失父之痛的感悟

引导学生寻找表达失父之痛的句子，说说自己的理解，或通
过朗读表达自己的感受。不一定是下面所举的句子，说得有
道理或能读出自己的感受就可以。如：



句子一：

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但它是钉在爸爸的灵柩上回来的。
（事实是多么的无情。客观的叙述中饱含巨大的悲痛。）

句子二：

爸爸的嘴张着，仿佛在呼唤着什么。啊！我听见了，妈妈听
见了，在场的叔叔阿姨听见了，他呼唤的是“和平！和平！
和平！”（在联想中表达失父之痛。）

句子三：

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硕士，本来他
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却被战争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忆中表达失父之痛。）

(2)对“世界并不太平”的感悟

学生再读课文，提出有疑难的句子。问题比较集中的句子可
能是：

“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但是世界
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
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

先引导学生理解字面意思：“和平之花”指的就是“和平”；
“娇嫩的‘和平之花’”，意思是说，和平很容易受破坏。
再引导学生举出具体事例，或教师补充有关事例，让学生具
体感受“世界并不太平”。“具体事例”可以是图片的展示、
文字的说明等。

举例：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市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
顷刻间倒坍，死亡两千多人；印度和巴基斯坦经常为克什米



尔发生争端，长期的争端给当事国特别是当地的人民带来的
灾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长期争端所带来的不断的仇杀；
阿富汗的长期内乱给国家带来的`破坏；还有车臣的战争，以
及南北朝鲜的长期对峙等等。

(3)对渴望世界和平的情感的感悟

引导学生找出渴望世界和平的句子，在反复的朗读中体会情
感。不一定局限于哪一个句子，能读出情感就行。“让21世
纪那已经能够听到的脚步声为战争敲响丧钟，让明天的世界
真正成为充满阳光、鲜花和爱的人类家园。”这句话的朗读，
要达到本文情感的最高潮。

四．导向实践，深化认识

在深入感悟课文内容后，引导讨论：为了制止战争、保卫和
平，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

五、全文朗读，升华情感

（全班齐读：“敬爱的加利先生：人类家园。”）

六、课外延伸，呼唤和平

鼓励学生做选做题：给深受战争苦难的外国小朋友写封信，
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和对侵略战争的谴责。

（福建省安溪县刘玉楷、林润生）

---------------------------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十二

一、引入课题。

（出示一幅小孩子痛哭的画面。）教师：孩子们，老师给大
家看一幅画，谁能来给大家介绍这幅画的内容？（学生介绍
略）

教师：战争与和平，总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今天，我
们继续学习课文，请大家齐读课题。（生齐读）

利用画面的目的是尽快进入情景，但实际反应来看，效果不
是很好。

二、学生初读课文，将体会最深的地方与同桌交流。班上交
流，学习课文。

1、体会“两年多来……”一节。教师的提问：你体会到什么？
从哪里体会到的？

然后抽学生朗读，教师评价。

以学定教，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但是将“评价”只
是当做老师行为不是很恰当。

2、体会第三自然段，教师请学生找找有几个“听见了”，几个
“和平”。体会意思并自由感情朗读。

请自认为读得好的同学起立朗读。然后全班齐读。

这段话的学习教师基本上是让学生“读”完的，反复的读。
但是我们的感觉是没有很好的体现“层次性”要求，有
点“泛泛”而读的感觉。



3、试着体会作者对父亲才华横溢而又英年早逝的痛苦而复杂
的心情。也是先个别朗读，再全班朗读。

然后让学生用一句话进行评价：“爸爸”是个怎样的人？

学生朗读“今天……”一段。教师提问：“和平之花”是指
什么？

你知道哪些地方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学生展示收集的
资料。

教师也展示自己收集的资料。

学生感情朗读课文。

这一步拓展得很好，但是稍觉肤浅。我觉得顺序应该调整为：
先展示资料。（很重要的一点是：收集来的资料反应什么问
题？）然后再“回头”体会文中句子。如果学生没有深刻体
会思想感情，表现出的可能仅是一些虚假的激情。

三、总结课文，引导实践。

1、教师：你们说战争是什么？面对战争，你想说些什么？雷利
（本文作者）怎么说？什么叫呼吁？他“呼吁”什么？
读“要……不要……”。

朗读之后，学生板书：要和平，不要战争。

2、引导实践。教师：孩子们学习了课文，为了制止战争，我
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情至深处，学生往往能够体现出很强的背诵能力，对于
“为了……为了……为了……”一段话，完全可以让学生感
情背诵！我觉得更好的设计是，在同学们的提议中，选择哪
些是“可行”的，让这部分同学的发言稍微具体一点，避免



走形式，也就是说，尽管是公开课，还是要考虑是否能够落
实的问题。

3、再读课文，放飞“和平鸽”（纸做的）。

在充满感情的朗读声中，下课铃响，学生的感情达到了高潮。
这点设计得很有新意。这是本课中设计较为成功的一点。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十三

课前：教师为学生讲述两个真实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自己小
时侯失去父亲的故事。

一、引入。

1、观看央视国际4套上播放的伊拉克专题，加上教师录制的
音乐和旁白。

2、抽学生说说自己看了之后自己的感想。



3、教师小结：战争是无情的，战争是残酷的……今天，让我
们一起去聆听一个中国孩子的呐喊吧！

学生齐读课题，再读。

效果很好，哀婉的音乐与悲惨的景象呼应，很快就为本课的
学习定下了“基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课文，体会思想感
情做了一些铺垫。

二、按要求自读课文。

多媒体出示自读要求：

思考并勾画句子：

1、作者的爸爸是个怎样的人？（用横线勾出）

2、当今的和平环境怎样？（用波浪线勾出）

3、作者为谁呼吁？（用着重符号标出）

学生自由读课文，勾画相应句子。

这几个问题提得比较好，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课文，把握了课
文的重点。只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学生受前面“哀婉”基调
的影响，虽是让自由朗读，学生却都是默默地朗读，不管怎
样，只要学生是在“读”，就是可以的，不一定非要出声。

三、交流问题，学习课文。

1、教师：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学生：爸爸是个出色的人。我们能够从“我的爸爸精通四国
语言……”看出来。



教师：请你再读一读，读出自豪的感情。

学生：我的爸爸是个热爱和平的人。我们可以从“两年以前，
我亲爱的爸爸作为……”看出来。

教师：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看出爸爸是个热爱和平的人。

学生：“爸爸的嘴张着……”

教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略）

教师：罗老师找到一个句子。“我至今都忘不了……”。你
能看出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学生：是个爱妻子，爱孩子的人。

教师：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教师：“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你体会到什么？

学生：我能从这里体会到爸爸的尽职尽责。

教师：请同学们互读互评。（学生读，较有感情。）

教师用学生“找”和自己“引”的办法初步让学生掌握了课
文的部分内容，“拉”得比较快。目的显然是为后面“突出
重点”——感情朗读做一些准备。

2、教师：下面我请三个同学分段朗读课文的三至五自然段，
要读得好象在和父亲面对面地交流。

学生读，比较好，全体学生自发鼓掌。



教师：我们把第三自然段读一读，体会低沉、坚定的思想。
（学生读）

教师：可是当作者看到爸爸的灵柩时，心情怎样？（由激动
到悲伤），请大家再读“现在……浸满了凝固的血。”（齐
读）

教师：嘴张着，在呼唤什么？我们该怎样读？谁来给大家示
范一下。

抽读，一学生读得很到位。

教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读出心底的呼唤。

全班再读。

教师：“我”的爸爸本来还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他是
精通四国语言的……（学生回答：经济学硕士）。请大家读
四自然段。

教师：自豪的“味儿”不够，请大家再读一遍。

学生再读，很有感情。

展示“万人送英雄，鲜花赠英模”的画面。加上背景音乐和
一个孩子对爸爸缅怀的旁白，课堂上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

罗老师对于这个环节的处理是很精彩的，重点指导了学生的
朗读，以读悟情。我觉得也可以从爸爸和我们“相约”，到
我们“如约”前往，再到爸爸的“失约”，这样可以更清楚
地理清文章的线索，后面探讨爸爸“失约”的原因。这和重
点指导朗读并无矛盾。

教师：爸爸为和平献出自己的生命，却“死不瞑目”，原因
是什么？



多媒体出示：“世界并不太平……”一段。学生齐读。

学生列举自己收集的资料。

教师：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组数据。（主要是一些战争中
带来灾难的数据统计。）

教师：同学们，如此娇嫩的和平之花怎么经得起战争的摧残？
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地球的呻吟》。

地球的呻吟

地球把它的一切都给了我们，

它从来不懂得自私和吝啬，

总是倾其所有。

可是人类，

曾经和正在做着多少惭愧的事情——

在共同的家园里厮杀，

为野心和贪欲去争斗，

用刀枪去撕裂土地，让马蹄去践踏丰收，

硝烟窒息儿童的歌声，

鲜血染红清澈的河流……

教师：地球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可罪恶的战争却……
（引用上面诗句中的话）。所以，这个中国孩子会向国际社
会呼吁。想想，他为什么呼吁？呼吁什么？（学生回答）



抽读课文七自然段。

地球的呼声

隔海相望的陆地，

都伸出友谊之手，

相视一笑，

泯灭旧日的怨仇。

没有掠夺者的咆哮，

也没有反抗者的怒吼。

人们彼此赠送的礼物，

是平等、自由。

齐读。

教师：孩子们，为了制止战争，让世界充满爱，我们能够做
点什么呢？

多媒体出示：让和平驻人间，让世界充满爱！（音乐响起，
《让世界充满爱》）

教师：让我们一起呼吁，一起疾呼！连读两遍。

罗老师的这节课上得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许多听课的老
师也不禁落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情景的创设，还有
感情朗读的导引。另外，拓展阅读也做得不错。只是我觉得
教师的“导引”多了一些，学生“自主”的空间相对被压缩
了，如果从倡导互动学习的角度，本课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强



调互动学习的方案。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篇十四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两条绿线内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阅读课文，感悟雷利与爸爸诀别时的悲痛心情和制止
战争的决心。体会他从心底里迸发出的让世界真正成为充满
阳光、鲜花与爱的美好情感。

1课时。

开展世纪回望，百年战场的活动：收集有关战争的图片、资
料，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了解，扩大学习本课的知识背景，
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一)导入新课。

1、让学生汇报课前收集的资料。

2、师述导语：当人类满怀和平的渴望步入21世纪的时候，战
争却仍在这个星球继续......愿这些战争的画面能够到此静
止、凝固--成为历史。这就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二)初读课文。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顺词句，读通课文。遇到不
懂的词语，尽量自己动手扫清障碍。

2、检查自学效果：指名轮读课文，理解生词意思。

(三)再读课文。



1、学习课文第一段。

(1)自由读课文第一段，讨论：秘书长为什么评价他爸爸是一
个卓越的观察员？

(2)齐读。

2、学习课文第二段。

(1)学生自由读这两个自然段要怎样读？为什么要这样读？

(2)指名读，评议，练读。

(3)全班练读第二段，读出雷利与爸爸依依不舍的语气。

(4)学生自读第三段后，用悲伤的音乐作背景，让学生配乐朗
读。

3、学习课文第三段。

(1)师述：爸爸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了，作为儿子的我
怎样呢？

(2)自读课文第四五自然段，用自己的话说说雷利的决心与呼
吁。注意用上弥漫、威胁、娇嫩、比例失调、制止、充满等
词。

(四)齐读全文。

(五)注意书信的格式。


